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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小镇发展报告（2024） 

 

报告基于最美小镇会员单位中的 33 个小镇情况分析，分别是芙

蓉镇、沙溪古镇、张壁古堡、安仁古镇、安义古村、大理古城、丹寨

小镇、东山问梅村、管仲老街、皇城相府、锦绣古镇、靠山小镇、零

陵古城、鲁朗小镇、滦州古城、青岩古镇、上津古镇、太行水镇、喜

洲古镇、羊楼洞古镇、杨柳青古镇、彝人古镇、永定土楼、原乡小镇、

千户苗寨、汪山土库、黄姚古镇、周庄古镇、皇家驿栈、神垕古镇、

淮剧小镇、牟氏庄园、无锡拈花湾。 

本报告将从发展现状、面临机遇和挑战、未来发展趋势三个方面

进行分析。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最美小镇在保护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

面，各地政府加大了对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力度，通过修缮古建筑、整

治环境等措施，有效保留了这些小镇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还注重

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另

一方面，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这些小镇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旅游目

的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为小镇带来了

经济收益，还促进了当地就业和产业升级。许多小镇还积极探索产业

融合、文化融合等创新模式，通过引入新业态、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

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品质。以下从地理分布、旅游资源优势、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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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品和小镇发展质量三方面进行阐述。 

（一）地理分布 

33 个小镇创建单位分布在湖南、云南、山西、四川、江西、贵州、

湖北、安徽、广西、西藏、河北、陕西、天津、福建、浙江、江苏、

河南、山东等 18 个省市 34 个县（市、区）（表 1）。这些小镇遍布中

国各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均有分布。其中，一些小镇位于历史文

化悠久的地区，如江南水乡、云贵高原、中原腹地等，而另一些则位

于风景秀丽的自然环境中，如山区、水边等。小镇的地理分布体现了

中国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 

表 1 小镇地理分布和获得的称号 

序号 小镇名称 地理位置 获得的称号 

1 芙蓉镇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永顺县 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2 沙溪古镇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 国家 4A 级景区 

云南省特色小镇 

3 张壁古堡 山西省介休市龙凤镇 国家 4A 级景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4 安仁古镇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 国家 5A 级景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全国首批特色小镇 

5 安义古村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6 大理古城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 国家 4A级景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7 丹寨小镇 贵州省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  

8 东山问梅村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  

9 管仲老街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安徽省旅游休闲街区 

10 皇城相府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 国家 5A级景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 锦绣古镇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靖西市  

12 靠山小镇 湖北武汉市长江新城新洲  

13 零陵古城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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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鲁朗小镇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  

15 滦州古城 河北省唐山市滦州市 国家 4A级景区 

16 青岩古镇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国家 5A级景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17 上津古镇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 太行水镇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国家 4A级景区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19 喜洲古镇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  

20 羊楼洞古镇 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21 杨柳青古镇 天津市西青区 国家 4A级景区 

22 彝人古镇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 国家 4A级景区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23 永定土楼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 国家 4A级景区 

世界文化遗产 

24 原乡小镇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 国家 4A级景区 

25 千户苗寨 贵州省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 国家 4A级景区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26 汪山土库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 国家 3A级景区 

27 黄姚古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昭平县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8 周庄古镇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29 皇家驿栈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  

30 神垕古镇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 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31 淮剧小镇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  

32 牟氏庄园 山东省栖霞市 国家 4A级景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3 无锡拈花湾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二）旅游资源优势 

小镇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芙蓉镇、沙溪古镇、张壁古堡、

安仁古镇、大理古城、零陵古城、滦州古城、千户苗寨、黄姚古镇都

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安义古村、皇城相府、青岩古镇、上津古镇、

喜洲古镇、羊楼洞古镇、杨柳青古镇、汪山土库、周庄古镇、神垕古

镇、牟氏庄园等也有 500 多年历史。这些古镇的历史文化、建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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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名人遗迹、民俗风情等构成了小镇独特的旅游资源。例如，

芙蓉镇是湘西四大名镇之一，享有“楚蜀通津”之称，保存了大量的

土家吊脚木楼、青石板长街等古朴建筑，展现了土家族的传统风情。

这些建筑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是了解土家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沙溪古镇是中国现存唯一的古茶马古道集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古镇内的古戏台、玉津桥、兴教寺等文化遗迹，见证了古镇的岁

月变迁。沙溪古镇的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屋顶为瓦片，墙体斑驳，

极具历史感。这些建筑保留了茶马古道时期的风貌，为游客提供了一

个了解古代商贸文化的机会。安仁古镇以其独特的建筑文化而闻名，

庄重、典雅、大方的各式院落造就了安仁镇特殊的建筑风貌。这些建

筑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是了解川西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大理古城

历史悠久，是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这里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

迹，如崇圣寺三塔、太和城遗址等，展现了古代大理的辉煌历史。同

时，大理古城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地，游客可以深入体验白族的民俗文

化、传统服饰、歌舞表演等。零陵古城是一座拥有超过 2100 年悠久

历史的古城，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之一。这里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

化遗迹，如柳子庙、文庙等，展现了古代零陵的辉煌历史。古城内保

存了大量的历史名人遗迹，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东汉末年名将黄盖

等。这些名人的故事和遗迹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的机

会。周庄古镇内保存了大量的明清古建筑，如沈厅、张厅等，展现了

古代江南水乡的建筑风貌。拥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千户苗寨是苗族原

生态和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苗族人口占比超过 99%。这里的吊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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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建筑群、梯田风光、苗族歌舞等，都是吸引游客的独特文化景观。

安义古村已有 1400 多年历史，古建筑精致，是赣文化和赣商文化完

美结合的典范，古村内保存了大量古建筑和历史遗迹，如古街、古车

辙、地下排水系统等。皇城相府作为清代宰相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

府具有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历史文化价值高。喜洲古镇保存完好的

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民居建筑群，展示了白族人民的匠心独运。青岩古

镇为明清两代军事重镇，镇内设计精巧、工艺精湛的明清古建筑交错

密布，寺庙、楼阁画栋雕梁、街巷用石铺砌，民居也是石砌的围墙、

柜台、庭院。镇容布局沿袭明、清格局，保存完好的朝门、腰门以及

瓦屋面、重檐悬山、花木门，体现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 

除了以上的古镇，由于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很多地方投资仿建或

复建了大量古镇，这些小镇也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丹寨万达小镇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品质生活体验相结合，拥有 18 项省级以上（含

8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非遗文旅融合的典范景区。锦

绣古镇以壮族文化和中越边境文化为主题，打造特色文化旅游景区。

鲁朗小镇拥有冰川地貌、高山峡谷和动植物资源景观，被誉为“东方

瑞士”。彝人古镇的建筑风格古色古香，青砖灰瓦、小桥流水、亭台

楼阁，园林建筑古韵悠扬，美轮美奂，尽显彝族风情。原乡小镇保留

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传统习俗，通过修复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游客

可以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拈花湾景区内拥有半山衔日、香月

花街、梵天花海等人文景观，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游览体验。 

（三）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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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种类型的旅游资源，各个小镇打造了丰富的旅游产品。芙

蓉镇主打科技灯光夜景和民俗文创夜演艺，如“花开芙蓉·毕兹卡的

狂欢”等，延长景区运营时间，丰富夜间文化和旅游业态，同时深挖

土家族文化内涵，推出多个系列的文化创意产品，如“花开饰锦”、

“花开芙蓉”等。安仁古镇以博物馆聚落为特色，提供丰富的历史文

化展览。大理古城利用浓厚的白族文化、苍山、洱海等自然景观，使

游客可以在古城内体验历史文化，同时欣赏自然风光。零陵古城推出

沉浸式古城游玩体验、永州特色文艺演出等。滦州古城复原古城墙、

城门、古街、古巷等上千年历史风貌，通过博物馆、文化广场等形式，

提供深度历史文化体验。杨柳青古镇通过杨柳青木版年画等民俗文化

的展示，增强游客的文化体验。羊楼洞古镇通过茶马古道和茶文化的

展示，增强游客的文化体验。 

部分新建或复建的小镇也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打造各种旅游产

品。丹寨万达小镇包括大型苗族歌舞秀、温泉度假酒店、玻璃栈道、

研学基地等，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东山问梅村依托黄梅戏、黄梅

挑花、岳家拳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打造特色文旅项目，提

供参观游览、康养度假、文化体验、亲子研学、演艺游乐、商务会展

等服务。锦绣古镇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餐饮住宿、商务接待、生

态养生等功能于一体。彝人古镇内定期举办火把节、左脚舞等民俗活

动，让游客能够亲身体验彝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原乡小镇，游客可以参与农耕活动，品尝地道的乡村美食，与当地

居民互动，感受乡村的淳朴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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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这些小镇的旅游产品具有如下特征： 

1.历史文化展示 

古镇通常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古街巷、

古桥梁、古祠堂等，这些都是古镇旅游产品的核心资源。古镇旅游产

品多以历史文化为核心，通过古建筑、文化遗迹、展览馆、文化演艺、

博物馆等形式，展示古镇的历史文化底蕴，让游客能够深入了解古镇

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2.文化体验活动 

古镇旅游产品通常提供多样化的体验活动，如手工艺制作、传统

美食制作、民俗表演参与等，这些活动让游客能够亲身体验古镇的文

化和生活方式，增强旅游体验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古镇旅游产品不仅

限于历史文化，还提供购物、餐饮、娱乐等多样化的旅游体验，满足

游客的不同需求。 

3.户外休闲 

许多古镇都位于风景秀丽的地区，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宜人的

生态环境。古镇旅游产品往往结合周边的自然景观，为游客提供徒步、

骑行、摄影等户外活动的机会。 

（四）小镇发展质量 

从 33 个统计的小镇来看，无论是内外部交通、旅游产品、旅游

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都展现出较高的发展水平，这

一点从各个小镇获得的各种高级别称号可以反映出来（表 1）。33 个

小镇中有 15 个 4A 级景区和 5 个 5A 级景区，有 9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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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有 7 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还有一些是国

家或省级特色小镇，有些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在发展过程中，我国最美小镇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第一是遗产的

活化利用问题，例如张壁古堡、牟氏庄园等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

是文化资源没有充分挖掘，没有形成丰富的旅游产品。二是景区的智

慧化发展，除了东部较发达地区外，其他西部和内陆区域的小镇在景

区智慧化方面均不理想。三是人居环境建设。特别是对于青岩古镇等

原居民较多的小镇，在人居环境建设方面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另外，

如何平衡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过度商业化对古镇风貌的

破坏；如何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满足游客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如何加

强小镇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等方面，都面临

挑战。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随着国家对旅游业的高度重视和一系

列政策的出台，我国最美小镇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例如，国家加

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提升小镇的交通、住宿等条件；推动

旅游与文化、农业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旅游品牌；加强旅游

人才培养和引进，提升小镇的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等。 

三、未来趋势与展望 

展望未来，我国最美小镇的发展将呈现以下几个趋势： 

1.特色化与差异化发展 

随着旅游市场的竞争加剧，小镇将更加注重特色化和差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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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和品牌

形象，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同时，注重保护小镇的独特风貌和

文化传统，避免同质化竞争。 

2.产业融合与创新发展 

小镇将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模式。通过引入新技术、新

业态和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例如，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效率；发展特色

农业、手工艺品等产业，增加旅游附加值。 

3.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小镇将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通过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节能减排等措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的良性循环。同时，注重提升游客的环保意识，推广绿色旅游方式。 

4.智慧化与便捷化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小镇将积极推进智慧化建设。通过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效率；

加强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环

境。例如，建立智慧旅游平台，提供在线预订、导航、解说等服务；

优化交通网络，提高通达性和便利性。 

5.社区参与与共享发展 

未来我国最美小镇的发展将更加注重社区参与和共享发展。鼓励

当地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开发和经营管理活动，实现旅游收益的合理分

配和共享。同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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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共同推动区域旅游业的繁荣发展。 

 

 

 


